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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教育開啟一條龍的人才培育榮景 
國立彰化師大廖錦文教授 

一、前言 

臺中高工首創全國唯一「1+3+4 契合式冷凍空調產學專班」，從國中技藝教育班、

技術行高中的產學專班到勤益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專班，建立強健的策略聯盟，推行一

條龍的八年人才培育計畫。從技藝教育出發，兼備技能、升學及就業，同時在技職學

校與產業界同步學習過程，精進務實致用技能，以及實現逐步完成國中、高中至大學

文憑的夢想，學生同時領有產業界薪資及政府補助的助學金。對國中學生而言，選擇

技藝教育可謂是一條具有發展潛力的職涯進路。 

技藝教育課程的教學強調生活化，透過實務練習而後導向理論之學習，藉以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學習的自信心、開發內在的潛能，並滿足對技藝學習有興趣學

生之學習需求，使具有任何性向的學生都有公平的就學機會，達成適性教育之理想，

提供學生或家長另一項選擇。因此，技藝教育強調的是學習一技之長，不是競爭。其

核心價值，就是「一個也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的精神。不標榜菁英、資

優教育，而是透過協同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致力於維護每一位學生公平接受

教育的機會。學生的學習成效不是根據和同儕比較而來，而是跟自己設定的目標來比

較，給予學校、老師最大的尊重和教學自主權。讓各校可以依據地區產業特色，以及

社區技術型高中群科特色與因地制宜，自由規劃課程。其重點在於「主題式學習」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所有的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的學生，可以挑選自己喜

歡的職群，進行探索喜歡的職群深入技能學習，希望藉此激發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增加與老師、職業類科及相關行職業的交流與互動。 

二、人是英雄，技藝教育是膽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明確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

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來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據此，教師上課的題材要納入生活脈絡中的元素，培養學生具備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

題的能力，這正是學校師生在教學現場努力追求的目標。 

我們關注要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生活，以及面對未來挑戰，技藝教育就是提供學生

在探究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當國中學生正處於低靡的學習階段時，出現轉機的導火

線就是技藝教育。其教學設計強化實務操作體驗與試探，特別注重與生活相關聯的基

礎技術，在教學策略上注重：(1)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讓學生感受到在課堂上的學習

是有意義的，提起學習的熱情；(2)引導學生綜整所學知識的能力，具有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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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及跨學科的統整本事，才能降低學習負擔，提升學習幸福感；(3)學習產出就

是學生要有自己想法，願意以故事情節的方式表達出來，展現具有批判性的思辯力；

(4)具有想像力與創造力，體驗製作出來的實體作品充滿創造力，累積豐富的實務經

驗，建立自己的想法，有能力跟別人溝通協調合作，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親自創作

或指導同學展現不平凡的實作技能，受到英雄般的讚賞。 

三、案例分享 

本文援舉以下二位就讀國中技藝教育班的案例分享： 

（一）榮獲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銅牌的劉育承同學 

劉同學就讀國中三年級毅然參加技藝教育專班，畢業後繼續就讀臺中高工契合技

術集中產學合作專班(以下簡稱產學專班)。劉同學自認為自己不擅長讀書，所以想藉

由技藝教育拼升學。在國中就遴選為技藝競賽選手，但是不幸在正式比賽就被刷掉。

比賽後懷著失敗難過的心情，尋找契機中得知臺中高工在招收產學專班。所以，就有

報考的打算，然而父母有點排斥夜校上課的方式。經過打聽後，雖然產學專班在編制

上是在夜校，課程卻安排在白天上課。後來父母得知是在日間上課後才勉強答應。劉

同學為了這次產學專班的入學考試，準備很長的一段時間，每個星期六從不缺席前往

臺中高工練習焊接，最後總算嚐到錄取的甜美滋味。 

圖 1：劉育承同學展現一流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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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學在就讀臺中高工產學專班期間，深入了解在第三學年要前往企業工作，而

且未來銜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面對技藝教育提供完整的學習歷程規劃，讓劉同學感

到驚喜。而且一入學就馬上得知課程設計是以實務技術操作為重點，對學校又多了一

點期待，畢竟以學術為導向的學習不是劉同學的長項，為了繼續增進技術層次，學校

師長開放實習工場讓學生在課後練習技能，過程挺辛苦的，每天放學和星期六都準時

到實習工場報到，除了加深上課的範圍，另一個重要的就是練習選手的專精技能吧！

利用週末假期，學校經常安排專業師資的專題演講活動，學習在學校課程教學以外，

比較新穎的行業知識與專業技能。 

對劉同學來說動手做遠比讀書還要更容易上手，雖然每天留下來勤練技能是很累，

但是至少每天都能學到那麼一點，也希望未來面對進階的課程，能夠很快適應且有不

錯的成績表現，能應用於往後在產業界生產現場的實務技能。 

身為技能競賽選手在大家眼裡，應該是專業的代表且非常有尊榮，最初也是因為

這樣的想法才會去挑戰選手，訓練中的艱苦，沒有體驗過的人很難去想像，對於作品

的速度、尺寸、美觀、功能等都是吹毛求疵。面對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改變比賽新

試題，增加自行設計、速度測試、材料認知和製作細節，以及準備範圍要更為廣泛而

導致培訓過程顯得艱鉅，幸好劉同學有個好夥伴可以一起相互扶持，在訓練過程中的

實作技術成長更加快速。能參加全國賽的選手必定是各校菁英，劉同學在比賽中面對

強勢對手，承受各種壓力下而差一點就放棄，最後在指導老師的勉勵與支持下，才能

繼續咬緊牙堅持比下去，劉同學在競賽專注場景，如圖 1 所示。在比賽結果公布結果

前，劉同學認為獲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直到成績公布的那瞬間眼淚不聽使喚的掉下

來，獲頒全國技能競賽銅牌獎項，劉同學認為在選手這二年期間的辛勤付出，一切都

是值得的！ 

藉由校外競賽成績與在校努力的成果，證明技藝教育對人才養成也可以不平凡。

劉同學順利錄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教系，實踐夢想成為從事作育英才的教師，希望

把技藝教育的火種傳承下去。 

（二）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配管與暖氣」職類國手的陳泰宇同學 

陳泰宇同學還在就讀國中的時候，不擅長讀書，常被不盡理想的成績所苦。經由

學校老師介紹參加與台中高工辦理電機與電子職群的合作式技藝教育專班，試探與體

驗自己在技能學習上的興趣，甚至於希望學習一技之長來扭轉人生。也想藉由技藝教

育課程，來達到繼續升學的目的。每一堂課都能夠專注且投入在實務技能學習上，因

為藝能表現優異成為電子焊接選手。參加臺中巿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雖

然沒有入選名次，卻也奠定陳同學在學習技能的勇氣與穩固基礎。國中畢業前順利考

取臺中高工冷凍空調產學專班，畢竟讀書不是陳同學最喜歡的選項；台中高工冷凍空

調科就學期間，陳同學為了繼續提升技能層次，每天放學和週末放假時間，都準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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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工場報到，除了加深與熟練實習課的學習內容外，還投入技能競賽選手培訓的指

定項目。對陳同學來說動手做遠比讀書還要更容易。雖然每天留下來反覆練習技能實

作會感覺很疲累，每天都會感覺在進步，希望有助於未來進階課程的學習，同時能夠

鞭策自己更加精進進步，所學能夠應用在高三前往產業界任職所需的知識、技能及態

度。 

技能競賽選手在大家眼裡是代表專業與拔尖的象徵，陳同學最初也是因為這樣的

想法才去參加選手選拔。選手培訓過程是相當艱苦，沒有體驗過的人很難去想像。能

夠成為第 50 屆全國賽技能競賽的選手，必須跟各校菁英選手一起拼輸贏，陳同學在

訓練過程中，想到奪牌的機率相當低的心理障礙而有放棄參賽的念頭。在師長們持續

鼓勵與加持之下，讓陳同學堅持理念及接受挑戰，終於獲得全國技能競賽銀牌殊榮，

進而獲選為國手。在歐洲交流競賽中，指導老師沈志秋主任協助購買競賽各種設備、

工具，以及在教師及學長的指導與幫助下，獲得世界第三名，在比賽結果公布的當下，

自己可以完成這項遙不可及的任務，深刻體認到身為選手在三年期間的付出是值得的，

也終於初嚐到甜美的果實！因此，陳同學順利就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電技優領航專

班，繼續深造以奠基更高層次的專業技能。陳同學即將代表國家參加今(2022)年 10

月在中國上海舉辦的第 46 屆國際技能競賽，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親自授旗，希望能在

國際技能競技舞台上，提升台灣在世界上的能見度，如圖 2 所示，希望再次為台灣發

光發亮！ 

圖 2：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左 2)親自授旗 

劉育承及陳泰宇等二位同學，在國中階段都不擅長於讀書，在學習歷程中成績低

落是一直存在的壓力與負擔。有幸在老師貴人適時引進技藝教育的大門，踏入技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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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專班的試探課程，改變學習內容與方式，從此也改變學生的運勢。學習更多技能、

培養更好態度、建立更佳習慣，勇於接受挑戰。學習過程雖然辛苦，卻是甘之如飴，

找出自己有相對優勢的機會，終究能上台領獎牌與成為國際技能競賽國手，以及順利

就讀大學，繳出亮麗的成績單。俗話說：行行出狀元，只要肯努力，不管做什麼，一

定都會成功的。技藝教育可以成就人才，人才見證技藝教育的影響力。 

四、結語 

教育局楊振昇局長表示，技職教育重視學生之適性揚才及習得務實致用的能力，

感佩師長在教育工作崗位積極投入，懷抱熱誠及全心奉獻在技職幼苗，當學生生命中

的貴人；臺中高工冷凍空調科沈志秋主任表示，很多家長怕孩子吃苦，會幫孩子選擇

不費力的工作。但是怕孩子吃苦，孩子往往會吃更多的苦。隨著社會的快速進步、產

業大幅升級，越來越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只有先學會動手做的基本功夫，未來才有能

力從事設計、監造等更高層級的工作。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各行各業，老師要當學生的

貴人，引導學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試探感興趣的職群，再選擇最合適的職業群科繼

續就讀。技藝教育不是一條平坦的路，但會是有發展性且看見未來藍天的路。 

 


